
茗汇茶配套平价商场

力争中原最低价

电话：

0376

—

3200150

地址：羊山新区北环路国际茶城一号楼
2

楼

责编：徐立明审读：仇晓燕组版：彭慧

百年荣耀·信阳毛尖

农行信阳分行:

喜迎信阳第23届国际茶文化节

新闻热线：

6225000 6221251

职业监督电话：

6233857

微博：

@

信阳日报
@

信阳新闻网投稿：

xyrbszbs@163.com

信阳手机报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XYSJB

到
10658300

即可开通（

3

元
/

月）

国内邮发代号：

35-32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015

信阳新闻网网址：

http://www.xyxww.com.cn

（乙未年三月初九乙未年三月十八立夏）

2015

年
4

月 日27 星期一
中共信阳市委机关报

第
8529

期今日
8

版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信阳日报法人微博 信阳日报微信公众账号掌上信阳微信公众账号

中共信阳市委主管主办信阳日报社出版

1

古 茶 新 香 满 信 阳

一千多年前， 茶圣陆羽在《茶
经》 中将信阳划归八大茶区之淮南
茶区， 并写道“淮南以光州上”；宋
时，大文豪苏东坡赞“淮南茶，信阳
第一”；百年之前，河南信阳人甘以
敬在车云山集股组建“宏济茶社”，

带领周边百姓垦荒植茶数百亩。 春
来茶园， 茶农们采下新翠， 制成好
茶， 几经辗转之后， 惊艳亮相于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如今，车云山依旧漫山青翠。信
阳茶产业在经历了清末民国时的初
始发展期、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
的恢复发展期、

1980

年代至本世纪
初的快速发展期之后， 正在创新驱
动转型升级中焕发时代的生机。

信阳毛尖是信阳的名片， 国人
由此知道了信阳， 外人由此了解了
信阳， 信阳因茶而名， 茶农因茶而
富，茶山因茶而绿。信阳茶见证了信
阳大地的沧海桑田， 造就了信阳人

的生存信息和文化秉性， 在新的阶
段正在成为带动信阳发展精神内核
和重要动力。

4

月的信阳，泉明林翠，记者走
进这个“被轻轻地放在山水之中的
城市”，在浓浓的春茶香气中切实感
受信阳茶产业的深厚底蕴和现代魅
力：茶人植茶制茶、以茶为业，茶客
品茶论茶、 以茶为乐， 茶乡以茶会
友，以茶闻名，小小茶叶在信阳的清
新空气中舒展成一个大产业。

大思路新认识
谋划茶产业发展的大思路，最

终要回归到对小茶叶的新认识上
来。要尊重茶的商品属性，遵循市场
配置资源的规律， 让产品扎根消费
者中间，源源不断汲取发展动力。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琴棋
书画诗酒茶”，茶叶虽小，却与人民
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 河南省是农
业大省、人口大省，也是全国茶叶主
产区之一，种茶历史悠久，茶文化底
蕴深厚。

2011

年，河南省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快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 提出依靠强化产业发展基础、

强化宣传营销、强化科技支撑“三大
法宝”打造茶业强省。

茶产业基础扎实、 优势突出的
信阳市， 担当起建设茶业强省主力
军的重任，提出到

2020

年把信阳建
设成为中原经济区现代茶产业示范
区、 中部最大的茶叶产销集散地和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休闲旅游
城市。

“一区、一地、一市”规划科学、目
标明确，但转型升级的路到底该怎么
走？ 信阳市委市政府一直在思考。

在市委书记郭瑞民看来， 谋划
茶产业发展的大思路， 最终要回归
到对小茶叶的新认识上来。 “发展茶
产业，关键要尊重茶的商品属性，遵
循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 让产品扎
根消费者中间， 源源不断汲取发展
动力。 ”

得益于此认识， 理顺了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 信阳茶产业转型升级
步伐大大加快：种植上，从强调向茶
园要面积、要产量转为要效益、要质
量；加工上，从带着产品找销路转为
盯着市场做产品；发展动力上，从主

要依靠劳动力， 转为依靠科技创新
驱动；茶产业整个业态，也从传统农
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六次产业”

转变。

“信阳发展茶产业， 集生态优
势、区位优势、文化优势和产业基础
优势于一体， 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信
阳茶产业做好，做成富民产业、支柱
产业、生态产业。 ”信阳市市长乔新
江深知， 茶产业不仅承载了全市百
万茶农的小康梦、致富梦，而且也是
立足比较优势发展区域经济的最佳
选择。

素有“江南北国、北国江南”之
称的信阳， 恰位于我国南北气候过
渡带上，南部大别山腹地山高土肥，

云雾弥漫，尤其又属高纬度产茶区，

太阳迟来早去， 为茶树芽叶生长赢

得了宝贵的“慢生活”。

区位上看， 地处鄂豫皖三省通
衢之地， 信阳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茶
叶集散地，如今更是“南茶北销、国
茶外销”的重要平台。

信阳人种茶始于东周、名于唐、

兴于宋、盛于清、发展于当代，

2300

多年连绵不断。立足于得天独厚的发
展环境， 信阳茶产业发展基础坚实：

截至
2014

年， 全市茶园面积达
187

万亩，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二位，市辖
7

个产茶县区都是全国重点产茶县，

全市茶叶产量达
4.84

万吨， 茶叶总
产值达

80.3

亿元，超
100

万茶农人均
种茶收入达

5000

多元。信阳毛尖这
一品牌连续

4

年荣登中国茶叶区域
品牌价值排行榜前列， 品牌价达
52.15

亿元。

(

下转
02

版
)

□

《农民日报》记者张培奇施维
李飞

通 讯 员查智力

信阳：承接转移崛起新兴产业

4

月
17

日， 第
52

届中国物流
万里行信阳站活动正式启动。 来自
全国各地的电商物流届精英云集信
阳， 共商助力信阳电商物流发展大
计。 随着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交通运
输协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

信阳的电商物流业驶进了“高铁时
代”。

这只是老区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的一个缩影。

地处楚头豫尾的信阳是中部地
区承东启西、 连南贯北的重要通道
和交通枢纽。东南沿海产业转移，让
信阳抢得“地利”之先，电子信息、电
商物流等新兴朝阳产业迅速成为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

然而，仅仅在
5

年前，信阳的电
子信息产业还近乎空白。

为让区位的前沿迅速转化为融
合的前沿、发展的前沿，信阳瞄准电
子信息产业，持续求进、务实发展、

积极作为，引龙头、补链条、建基地、

育集群。

第一台液晶平板电视整机下线
了， 第一批新型智能手机下线了
……信阳人迈出了发展电子信息产
业的第一步，一发而不可收！

短短
5

年间， 信阳创造了电子
信息产业“无中生有”的奇迹，电子
信息企业达

64

家，初步形成了智能
通信终端、 智能显示终端两条电子
信息产业链。今年，信阳高新区确定
了

72

个重点攻坚项目，其中，深圳
手机产业园和伯皇

IT

产业园正在
加快建设。

与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齐头并进
的是日新月异的电商物流业。

数字为证：目前，全市有
4000

多家企业应用电子商务， 企业电商
应用率达

26%

， 各类企业和个人在
淘宝网开店

3700

多家。

2014

年，《河南省现代物流业
发展规划》 明确支持将信阳建设成
为中部地区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

物流分拨配送中心和物流组织中
心。 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跻身河南
三大物流集聚区，成功实现省“一星
级”目标，被中物联授予“

2014

年度
优秀物流园区

50

强”称号。

电商物流产业的发展， 让快递
业也交上了骄人的成绩单： 从信阳
发往全国的快递，

90%

以上实现了
“次日达”， 且平均单价远低于全国
均价。今年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快
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190

多
万件，同比增长近

50%

；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

2800

万元，同比增长
30%

。

互为依托，相得益彰，是信阳新
兴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

2014

年
12

月
27

日
,

被省委书记郭庚茂称为
“实践经济合作开放新模式”的信阳
国际家居产业小镇，历经两年建设，

正式开园。

世界最大的木业公司德国柯诺
斯邦

,

亚洲最大的海绵制造企业东
亚海绵

,

我国最大的家居原辅料供
应商大中投资集团……众多重量级
企业纷至沓来。截至

3

月底，小镇已
签约

57

个项目，开工
25

个，完成投
资

50

亿元， 形成生产经营能力
20

亿元， 涵盖了从原辅材料生产供应
到家居研发、制造、包装、展销、物流
配送的全产业链。

4

月
8

日至
16

日，河南省浙江

商会考察团、 全国最大的家居经销
商红星美凯龙、 北京云海办公家具
制造有限公司先后来小镇考察，分
别达成了建设浙商红木产业园、红
星美凯龙家居茂项目、 钢木家具项
目等多项合作意向。

透过这张小镇
4

月中上旬忙碌
的日程表和喜人的成绩单， 我们仿
佛看见，“买全国卖全国”，甚至“买
全球卖全球” 的火爆场面将在这里
激情上演！

全国书画名家

作品邀请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黄铎）

4

月
25

日，“丹青润茶乡———信
阳第

23

届国际茶文化节暨全
国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 在信
阳博物馆开展。 荆浩艺术研究
院理事长、 省委组织部原常务
副部长王笑南， 荆浩艺术研究
院副理事长、 省公安厅原常务
副厅长刘新献和我市领导乔新
江、王道云、焦豫汝、谢天学等
出席了开幕式。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焦豫
汝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
领导、 嘉宾和书画艺术家表
示热烈的欢迎。 她说，在信阳
第

23

届国际茶文化节即将开
幕之际，各位丹青高手、书画名

家欢聚茶乡信阳举办这次全国
书画名家作品展， 不仅极大地
丰富了我市广大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助推信阳书画艺
术的繁荣， 还将对弘扬信阳茶
文化，宣传茶乡新优势，助推信
阳经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

王笑南说， 此次作品展展
出了来自全国各地书画名家的
作品，艺术样式丰富，反映了和
谐发展的时代精神， 将对中华
文化的传承、 扩大河南对外宣
传， 推动信阳文化事业发展产
生积极影响。 希望各位艺术家
借此机会走进美丽信阳， 感受
美丽信阳，绘就美丽信阳，创作
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茶乡寄情———

徐培晨中国画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肖东）

4

月
25

日，由市文联主办，市人
大书画院、市政协书画院、市美
协承办的“茶乡寄情———徐培
晨中国画展” 在信阳文化艺术
交流中心举办。市领导王道云、

焦豫汝、尚邦君、董进才、李正
军和我市广大书画爱好者一起
观看了展览。

据市文联负责人介绍，徐培
晨教授是当代著名国画大家，以
猿猴画著称画坛， 享誉海内外。

他在书画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这次邀请他来信阳举办画展，就
是要把时尚创意文化和经典书
画艺术相结合，让经典艺术引领
时尚，让书画启发创意。

此次画展共展出徐培晨教
授最受大众喜欢的猿猴画作品
50

幅。 一幅幅作品生动传神，

笔精墨妙，让参观者流连忘返，

给信阳市民带来了一份文化盛
宴，受到大家的好评。 据悉，此
次画展为期

10

天。

迟到 60年的祭拜

———信阳抗美援朝烈士亲人赴东北扫墓记

“亲爱的叔叔：您的侄儿、侄女
今天为您扫墓来啦！ 为了这一天，

我们吴家几代人等得太久、 太久
了！ ”

4

月
22

日上午，辽宁鞍山市
海城市烈士陵园，已过古稀之年的
信阳高中退休教师吴曾霞双膝跪
在吴高龄烈士的墓前，含泪深情地
读着她写给叔叔的第一封信。

至此，我市已有
5

名抗美援朝
烈士的亲人分赴锦州、丹东、鞍山，

为烈士扫墓。 这场跨越时空的“团
聚”， 这次远隔

1800

公里的祭拜，

远方的亲人找了
60

年， 长眠的烈
士等了

60

年……

隔山隔水血脉相牵
隔山隔水， 割不断血脉亲情。

本报为抗美援朝烈士寻亲公益活
动，共为

7

名烈士找到了亲人。 而
对烈士的亲人而言，这无疑是从天
而降的喜讯， 是他们几代人找了、

等了、盼了
60

年的佳音。

清明时节，采茶正忙。 但茶乡
的烈士亲人等不及了，他们要跨越
远水重山，给烈士“安魂”。

出发前夜，烈士丁光德的小侄
子丁明友专程到哥哥家，替他们一
家给幺爹带话。 他们对着丁明友的

手机，倾诉着对烈士的思念和牵挂。

他们告诉烈士，家乡的茶山越来越
大了，家乡的人民脱贫致富了……

丁明友还特意来到家门口的茶山，

装上温热的家乡泥土和山间清冽
的泉水，一路带到了丹东。

63

年前，由爷爷做主，只有
1

岁多的张明江在烈士张建民的葬
礼上，被过继立嗣，为他捧灵送终，

成了老爹的“儿子”。零零星星的只
言片语拼凑起他对未曾谋面的“父
亲” 的全部记忆———那个高大勇
敢、有学问、有追求的父亲，让他想
了

60

多年。为了去看“父亲”，他特
意到街上理了发，刮了脸。 他要让
“父亲”认清他，让“父亲”知道在这
个世界上还有他这个儿子！

在吴曾霞眼里，“找到” 五叔
是吴家今年最大的喜事。 长辈们
带着遗憾走了， 和五叔同赴抗美
援朝战场、 找了五叔几十年的大
哥也带着不甘走了。 而她，在有生
之年能得到五叔的消息，是多么幸
运！ 虽然身患心脏病，但她也一定
要亲眼看看五叔。年近八旬的老伴
也要同往。 就这样，（下转

02

版）

□

本报记者时秀敏

茶文化节将至，连日来，我市各
相关部门积极行动，组织人员对公共
设施进行美化、绿化、亮化，以新的面
貌迎接各地宾朋的到来。

上图为工人正在精心栽植花木。

左图为工人正在给护栏刷漆。

本报记者马保群摄

图为信阳淘大网商学院。 本报记者秦旭摄

□

本报记者时秀敏

要 闻 简 报

郭瑞民赴深圳

东莞原阳等地考察

本报讯（记者胡瑜珊）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国际家居
产业小镇建设，近日，市委书
记郭瑞民、 市政府副市长包
盛柏一行赴深圳、东莞、原阳
等地考察。

在东莞、深圳，郭瑞民一
行先后到广东天一美家家居
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华颂家
具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富利

源家具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美
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
参观，并就信阳项目建设、投
产和正常运营与企业负责人
深入交流。在原阳，郭瑞民一
行实地考察了该县产业集聚
区金祥家居产业园。

信阳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示
范区管委会主任、 羊山新区党
委书记、主任陈延虎参加考察。


